
征求意见稿



前  言

为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支撑《河南省国土空间规

划（2021-2035 年）》、《信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息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实施落

地，立足杨店乡空间基础、资源禀赋及发展需求，编制《息县杨店

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将作为杨店乡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实施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全域范围内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应当

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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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规划总则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贯彻“两个更好”，

锚定“两个确保”，深入实施“十大战略”，牢牢把握新发展机遇，

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落实县

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战略定位、空间管控和约束指标等目标要求，

统筹发展与安全、保护与开发、整治与修复等各类建设活动，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合理安排全域全要素空间资源，促进绿色

集约、城乡融合发展，建设高品质高质量城镇，提高国土空间治理

体系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推动杨店乡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
绿色发展

聚焦问题
分类施策

底线约束
节约集约

以人为本
注重品质

03 0401 02

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

05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1.3.1 规划范围
n 全域：杨店乡行政辖区，包括20个行政村、空工农场、息县林场、杨店

乡林场和杨店乡农场，国土总面积98.99平方公里。

n 乡镇政府驻地：涉及杨店村、喻庄村和杨围孜村，东北至泥河、南至杨

店街村幼儿园、西至群慧幼儿园，规划总面积131.86公顷。

1.3.2 规划期限
与市县国土空间规划保持一致，期限2021-2035年。

基期2020年，近期2025年，远期2035年，展望2050年。



   PART 2
总体目标
2.1 总体定位

2.2 发展目标



2.1 总体定位

2.2 发展目标

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
农产品主产区，构建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息县绿色食品制造提供原料支撑。

息县城郊休闲农业小镇
积极探索创新“农业+”模式，着力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打造一个集农业公园、农业观光、生态采摘、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田园小镇。

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轴三

区五廊、一核三心多点”的国土空

间保护开发新格局，综合实力大幅

跃升、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

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初步建成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休闲型农旅小镇。

三条空间控制线全面落实，

生态保护修复体系建立，农业产业

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指标严格

落实，城乡发展格局基本奠定，国

土空间的保护、利用和治理水平明

显提高。

近期2025年 目标2035年



   PART 3
总体布局规划
3.1 加强底线约束

3.2 优化总体空间格局



3.1 加强底线约束

图 例

n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保有量目标不低于7083.69公顷（合10.6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不低于6792.11公顷（合10.19万亩）。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

n 生态保护红线
杨店乡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n 城镇开发边界
杨店乡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7.07公顷，全部为城镇集中建设区，各类建

设活动严格实行用途管制，按照“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方式管控。



3.1 加强底线约束

图 例

按照总量平衡、布局优化的原则，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面积1179.78公

顷，并预留30.00公顷的机动指标，用以保障未预见性建设需求。

村庄建设边界内实施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制度，村庄各类开发和建设活

动，必须在村庄建设边界内进行，并符合具体控制要求。

村庄建设边界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擅自调整。确需优化或修改的，

应按程序报相应审批机关批准。

n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3.2 优化总体空间格局

n 一轴：沿省道S336的乡村振兴发展轴

n 三区：休闲农业种植区、现代农业种植区、高效农业种植区

n 五廊：澺河—孟店孜港、泥河、马步港、朱鹤港、万兴店港

共五条生态景观廊道

n 一核：围绕集镇区建设综合服务核心

n 三心：张围孜村、何庄村和棠集村三个中心村

n 多点：指其他14个基层村。

一轴三区五廊、一核三心多点

图 例



   PART 4
村庄规划
4.1 村庄布局

4.2 产业发展



图 例

镇村
体系

村庄
分类

将村庄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整治改善类三类。

n 城郊融合类：杨店村、杨围孜村、安寨村、 龙庙村

n 集聚提升类：张围孜村、何庄村、永红村、棠集村

n 整治改善类：其他12个村庄

构建“集镇区—中心村—基层村”三级镇村等级体系。

n 乡集镇：杨店村

n 中心村：张围孜村、何庄村和棠集村

n 基层村：其他16个村庄

4.1 村庄布局



4.2 产业发展

图 例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轴

构建“一轴线、三片区、多节点”乡镇产业发展总体布局

杨店村、杨围孜村、

安寨村、龙庙村、

张围孜村、何庄村、

永红村、棠集村

北部现代农业种植区

西南部休闲农业种植区

东南部高效农业种植区



   PART 5
支撑系统
5.1 交通运输体系

5.2 公共服务设施



5.1 交通运输体系

构建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

n 落实上位规划，强化对外交通连接，形成“251”对外交通骨架网络。

2高速：淮内高速、大广高速；

5省道：省道S336、S217、S334、S335；

1县道：县道X004。

n 完善路网布局，优化路网结构，加快形成以集镇区为中心、建制村为节

点，覆盖广泛、互联互通的农村公路网。

图 例



以集镇区为中的城镇生活圈

按照“安全优先、适度集聚、配套

完善、服务生产”的原则，构建城镇生

活圈和乡村生活圈，完善乡域公共服务

设施。

5.2 公共服务设施

图 例

以张围孜村、何庄村、永红村和

棠集村为中心的乡村生活圈。



   PART 6
乡政府驻地规划



6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

n 一心：综合服务核心

n 两轴：城镇发展轴和生活服务轴

n 三片区：南、北、西三个片区

规划形成“一心两轴三片区”
的功能结构布局

图 例

集镇区用地面积

131.86公顷

集镇区人口

8000人



   PART 7
规划传导与实施保障
7.1 规划传导

7.2 实施保障



7 .1 规划传导

图 例

n 落实县级规划 
落实县级规划确定的底线约束指标，深化乡镇职能定位、空间格局、

规划分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内容。 

n 详细规划传导 
城镇开发边界内及乡镇政府驻地应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其他村庄编

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或“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严格

落实三区三线和村庄建设边界等底线约束指标，传导村庄分类、职能定位、

要素配置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等要求。



7 .2 实施保障

动态监测。实时监测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定期发布监测报

告，将监测结果作为规划实施评估和行动计划编制的基础。

定期评估。执行“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定期评估制度，

评估结果作为规划调整修改的重要依据。

动态维护。采取完善规划实施机制、优化调整近期建设规划和

年度实施计划等方式，对规划实施工作进行反馈和修正，对国土空

间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

 建立用途管制制度

加强规划实施监督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

制，提出“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等管

制方式，做到“全域、全类型、全过程”管控。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加强公众和社会监督，建立多渠道社会参与机制，发挥不同领

域专家的作用，强化全过程全方位公众参与。创新公众参与形式，

有效利用网络媒体等线上形式、展览展示等线下平台，推动规划宣

传、普及和交流互动常态化，形成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确保

规划好用、管用和实用。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重

大决策 部署，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其识，提高规划成果质量，现将《杨店

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公众征求意见稿予以公

示，热忱期待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参与，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规划所有数据合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